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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議程表 

 主辦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委辦單位：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時間：104年5月22日(五) 上午9：50開始 

 地點：嘉義大埔歐都納山野渡假村 

 參與對象：廉政志工與轄管水庫周遭社區民眾 

 議程： 

水資源經營管理志工培訓論壇 

時間 課程名稱 主持人 

09:30-09:50 報到 

09:50-10:00 來賓致詞 

10:00-10:50 
水資源廉政工程 
的跨域合作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 
王聖豪檢察官 

10:50-11:40 水資源管理與行政透明 
台灣透明組織 
黃榮護理事長 

11:40-12:00 Q&A 

上級指導長官 

成功大學政治系 
楊永年教授 

台灣透明組織 
黃榮護理事長 

12:10-13:00 午餐 

 



 

 

 

 

 

 

 

貳、講師授課簡報 

 

一、水資源廉政工程的跨域合作 

講師│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 王聖豪檢察官 

 

 



2015/5/19 

1 

 

 

                 報告人：台南地檢署王聖豪檢察官 
 

   水資源廉政工程的跨域合作 

失控的高科技廢物 引爆環境危機 
2015-03-17 

 2002年，政府大開廢棄物「再利用」大門，卻成為廢棄物處理商的
「漏洞商機」。 

 就連三大科學園區的合作廠商、最具規模的欣瀛科技，2014年底也
遭起訴，涉嫌到高屏溪上游傾倒污泥，至少影響100萬人口。 

 但欣瀛竟只是個案，3年來廢棄物處理廠商亂倒污泥，遍及全台12個
縣市、13條大小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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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河川治理的重點 

盜採砂石的暴利  (參考盜採砂石mp4) 

一般或事業廢棄物棄置、排放的暴利 

河川工程偷工減料的暴利 

竊佔河川地的利益 

以盜採砂石為例 

 1.盜採砂石的發生，主要是政府管制人力不足。  

 2.採砂業者常以合法掩護非法，在各採砂場旁另
行盜採砂石 。 

 3.違法業者利用夜間盜採，讓政府防不勝防。 

 4、利用施作河川護堤工程等盜採底砂、回填營
建廢棄物。 

相似情形：盜伐林木  

../盜採砂石mp4
../盜採砂石mp4


2015/5/19 

3 

外部監督機制 

民眾、志工、 

環保團體、 

競爭廠商、 

媒體 

公部門行政監督 

司法監督 

跨域合作.資源整合的重要性 

一、比較優劣(以環保案件為例)： 

    司法部門  VS 

    行政部門  VS 

    一般民力（含NGO） 

 

二、台南地檢署在跨域合作資源整合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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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盟模式一：環保結盟 

臺南地檢署司法資源與NGO團體、臺南市政府之結盟 

  台南環境結盟緣起的過程主要是，二仁溪與鹽水溪十年前因為受到嚴重汙染，呈現到處死魚的景象。附近民眾（環保團體）最早向
警察局檢舉，但警察回應是環保不屬警政業務，所以民眾改向環保局檢舉。但因當時地方政治（利益團體）介入環保議題太深，只要
環保局出面取締排放有毒廢棄工廠，就有地方黑道民代到場關切，不只讓稽查人員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甚至讓汙染問題無解。後來
台南地檢署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於是主動出面，請民眾（環保團體）直接提供汙染資訊。檢察官有了汙染資訊，立即請警察人員
（配槍）配合，共同前往汙染源現場進行蒐證。  

  背後的邏輯思維是，因為刑事訴訟法規定，司法警察受檢察官指揮辦案，因此檢察官出面，警察就會出面，而警察出面，環保局稽

查人員就敢出面取締。幾次執行汙染工廠取締個案運作下來，大台南地區環境結盟行動團隊於是成型。也就是說，大台南地區八年前
成立「環境結盟」的機制（台南地檢署是主要的推手），已順利結合（整合）警察人員、環保局官員與民眾（環保人士），
形成「固若金湯」的（執法）合作關係，也讓地方黑道勢力不敢妄動。  

  重點在於，民眾（環保人士）在環境結盟的網絡合作關係下，存在授能效應或高度的環境保護承諾；他們主動成為守護環境的尖兵。
由於這樣的網絡合作關係，在互相推諉責任的政府機關文化中，算相當少見。因此這種環境結盟模式，應該成為政府跨機關合作的標
竿或典範。事實上，多年前環保署有意將環境結盟模式推廣至全國，但後來好像沒有完全成功。雖然如此，這樣的合作模式已被幾個
地檢署與環保局採用。例如，這機制目前除了台南地區，二年前高雄市環保局也到台南「取經」，並也已在高雄地區形成環境結盟。  

  綜言之，面對環境汙染問題，其背後牽扯的不僅僅是環保局（署）的業務，還可能牽扯地方政府錯綜複雜的政治利益。而且，這樣
的問題也不只存在於環境汙染，例如不久前作者前往某國家級著名的風景區，也看到（察覺到）濫建問題的存在；突兀的「龐大雄偉」

建築，竟會出現在山名水秀的「國家級風景區」。顯然，環境（生態）保護需要跨機關合作，否則難竟其功。  

 

  
 

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楊永年 

      刊載於101年5月17日 中國時報  觀念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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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盟模式二：推動向下紮根計畫  

臺南地檢署司法資源與NGO團體、臺南市政府之結盟 

 創意發想：香港廉政公署製作兒童宣導影集。 

 資金來源：利用99年三合一選舉查察賄選之900餘萬緩起訴
金。 

 結盟單位(組織)：臺南地檢署、國際透明組織、臺南市政府
政風處、台南市政府教育局等單位。 

 成果：委託專業動畫製片公司，籌拍反賄選、反貪污、反霸
凌、健保議題等犯罪預防宣導3D動畫短片，共10集。 

 行銷通路：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廉政署通路 

 未來展望： 

  從臺南市出發     全國中小學    公共電視推展到全國。 
 

 

   

向下紮根計畫    
-耗資900餘萬製作3D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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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署結合台灣透明組織、台南市政府政風處及教育局拍攝
之反賄選、防貪污3D動漫宣導卡通影集，已完成4集，法務
部廉政署業於101年5月份將濃縮版影集上傳建置，供全國
各政風單位參用，下載途徑為為官網首頁    下載專區    
宣導資料下載。 

 上該卡通劇集，本學期(100年度第2學期)已於台南市各國
民小學3年級開始教學。為提昇各校種子教師經驗交流，強
化向下扎根教育實效，本署結合台南市政府政風處及教育
局於101年6月28日假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舉辦「台南市廉
政誠信教育論壇 」。本署周檢察長、曾主任檢察官、廉政
署鄭主任秘書等貴賓參加，與300名種子教師針對廉政議題
進行交流。 

 

向下紮根計畫    
-耗資900餘萬製作3D動畫 

 
 
 
 
 
 
 
 
 
 
 
 
結盟模式三：由路見不平到路平專案 

目標：排除阻礙，共同打造臺南平整的道路，確保行走安全 



2015/5/19 

7 

瀝青薄如煎餅 垃圾混充級配               【2012/12/04 聯合報】   

十年前，一名長庚大學生摔車死亡，檢調追出瀝青底下填充廢棄
物的弊端；三年前，台南檢方偵辦小型道路工程，挖出一堆綁樁
的「豆腐渣」弊案，終於喚醒全國稽查單位的正視；許多鄉鎮道
路偷工減料嚴重，因此促成「路不平稽查專案」，檢方指出，黑
心包商偷工減料，從瀝青到級配（碎石料）都可玩花樣。 
台南檢方表示，瀝青最常出現的手法是，合約規定應鋪十公分，
實際上只鋪了二、三公分，「路面薄如煎餅」，當然不耐壓，很
快又得重鋪，民眾常抱怨道路「弱不禁風」、坑坑洞洞，原因也
在此。  
鋪設瀝青時，底下得鋪碎石等級配，「因為看不見更易動手腳」；
級配有規格，砂礫顆粒越大越不緊實，價格相對便宜。各地鄉鎮
道路依使用性不同，級配標準得根據承受輾壓力、排水性來挑選。  
「河川級配」沙粒小、排水性佳，被業界視為最好的；最糟的是
一般砂石混雜廢棄物，毫無耐壓性、排水不良，一些重壓會垮、
水沖就散的「豆腐渣」道路，多數就是在級配上玩手腳。  
三年前，台南地檢署偵辦西港鄉公所小型工程弊案，發現道路問
題黑幕重重，隔年成立「路不平稽查專案」，針對台南十九個鄉
鎮及瀝青、包商業者追查，查出近五十條道路有弊端。  
檢方指出，公務部門雖設有驗收機制，但若官員被買通，道路驗
收該做的混凝土抗壓試驗、密度試驗、瀝青路面洗油報告等，都
可作假。  

 
 
 
結盟模式四：落實跨域合作，樹立廉政工程新典範 

http://udn.com/
http://blog.udn.com/tainanshen
http://blog.udn.com/taichungnews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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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盟模式四─跨域合作新模式 
 結盟緣由：立法院於99年4月20日三讀通過「曾文、南化、
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特別條例」，預計未
來6年內投入540億元治水經費。 

 結盟演進：法治宣導教育   引進期前預防、陽光工程的概
念   透過廉政署高度，整合嘉義、台南、高雄三縣市的司
法、環保、學界、廉政志工資源   法務部將整個合作結盟
昇華成跨部會、跨轄區、跨越公私領域的廉政工程典範。 

 100年12月13日廉政平台暨廉政志工座談會 

以全民顧水，臺灣足水為主軸，透過廉政署的廉政平臺召

募嘉義、台南、高雄等三縣市共計150名廉政志工，結

盟環保團體及學術界於南水局舉辦跨大座談會，會中由

廉政署周署長親自主持，南部三縣(市)檢察長及行政機

關首長應邀出席，就跨縣市的廉政志工平台及結盟分工

運作模式，進行廣泛且具體的討論。 

 

 

第一階段成果： 成立跨縣市的廉政志工平台- 建立全

民參與，共同監督機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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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12月19日法務部長 曾部長與經濟部水利署署長楊
偉甫共同主持，會中安排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李鴻源主
委、南區水資源賴建信局長分別針對「精實水利工程、妥
善資源利用」、「南部穩定供水計畫」，進行專題報告。
現場有南部三縣市廉政志工、水利署、廉政署、本署黑金
組團隊、水利專家與台灣透明組織代表、NGO團體、穩定
南部地區供水特別條例相關地區里長、民眾、廠商等，共
計約200人參加。 

透過法務部高度建構而成的廉政工程典範，將透過廉政
署防貪系統複製到國內各大工程參辦。對提升國內重大工
程的品質產生正面的幫助。 
 

第二階段成果：以「全民顧水、臺灣足水」為主軸，
透過跨部會整合，建立廉政工程新典範 

結盟模式五─ 
  「檢察官與民有約─參與社區治安與廉政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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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實司法為民服務理念，本署結合警察、廉政與司法保護
等團體，積極參與社區治安座談會議，期能透過對話與溝通，
構築社區治安及廉政宣導平臺，深化社會基層法治教育觀念，
瞭解並回應民眾對司法興革之期待。 

 自民國101年5月30衵起，結合臺南市警察局各分局、分駐
(派出)所每月舉辦之社區治安會議，由每一分局就所轄擇一
場次(由分局自行選定)，由本署指派與各該分局對應檢察官
擔任法治教育與廉政宣導講座，並參與座談，聽取社區民眾
對治安工作及司法興革建言，深入瞭解民怨所在。 

 透過地區政風聯繫中心，結合廉政署臺南地區廉政平台、
本署觀護人室、司法保護團體(犯保、更保、觀護志工協進
會)及司法保護據點資源，擴大服務綜效。 

 
 

 

檢察機關社會使命的再進化 
「檢察官與民有約─參與社區治安與廉政座談會」 

 回應社會對司法興革高度期待的新使命。 

 賦予檢察官更積極的社會參與責任，強化檢察官社會
公義的新角色。 

 以多元結盟與跨域整合，加上民眾參與， 有效打擊犯
罪， 展現檢察機關綜整社會資源的能量。創造反貪、
防貪及肅貪功能的加乘效果 。 

 司法為民與檢察機關的價值 

 

臺南地區政風聯繫中心推動滾動式多元結盟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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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代結論） 

 1、通報與交流：廉政志工的優勢分析 

 2、教育訓練（法律常識、安全防護等） 

 3、政府肅貪與企業誠信 

 4、一般巡察與重點巡察 



 

 

 

 

 

 

 

貳、講師授課簡報 

 

二、水資源管理與行政透明 

講師│台灣透明組織 黃榮護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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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管理 
與 

行政透明 

水資源管理志工培訓論壇 

水資源為何要 
不一樣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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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起點! 

傳統的供應面管理 

• 聚焦在技術面: 

– 灌溉排水 

– 衛生引水 

– 防洪 

–  水力發電 

–  產業 

  

• 著重供應面而非需求面管理 

• 鮮少注意環境和社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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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解決! 

整合型水資源管理 
 

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IWRM) 

良善水治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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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RM 要素 

結構 

經濟效率 
衡平 

環境永續 

管理工具 

評估 

資訊 

配置工具 

活化環境 

  政策 

  立法 

 

制度架構 

  中央 –地方 

  流域 

公私協力 

平衡生活用水與水資源 

The three “E”s  

The three “pillars” of IWRM 

管理競爭性用途 

Water  
for 

people 

Water 
for  

food 

Water 
for 

nature 

Water 
for  

other 
uses 

Cross-sectoral integration 

• Enabling 
environment 

• Institutions 

• Management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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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都柏林原則: 
 IWRM的基石 

 

 

原則一: 
水是有限和脆弱的資源

需要整全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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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二: 
參與式途徑 

原則三: 
婦女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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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四: 

水是經濟財 

水:成本要素 

完全成本 
(含環境成本) 
 
 
 
完全經濟成本 
(含機會成本) 
 
完全供給成本 
(含資本與管理成本) 



2015/5/19 

8 

再看看參與式途徑: 
各層級的使用者、規畫者與決策者 

積極參與的困難 

50   決策 

200   工作 

2 000  參與 

200 000  知情 

2 500 000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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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南水局 
推動行政透明 

廉政志工論壇起跑 2011.12.13 

2013年水廉政志工參與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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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水廉政志工參與論壇 

想一想. . . 
 

水廉政志工的可能角色? 
與 

可發揮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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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參、專題文章 

 

如何讓節水成為全民運動？ 

楊永年│成功大學科技治理研究中心 主任 

  



如何讓節水成為全民運動？ 
 

楊永年 

成功大學科技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由於久旱不雨，台灣幾乎各地都在缺水，特別是南部地區，水情最為嚴峻。

如果旱象持續，將導致「缺水災難」，包括（食品）衛生、傳染病、健康等議題

都將浮現。問題在於，目前南台灣重要的水庫有效蓄水量，已在 20%以下，隨時

可能探底，也因此近期可能展開第三階段限水。由於第三階段限水已箭在弦上，

民眾對於用水不便的情形，將漸漸對缺水「有感」。但從另一角度思考，台灣目

前雖存在缺水危機，卻也正是推動全民節水最的好時機。如果大家對於「現在多

浪費一滴水，未來大家就少一滴水」有共識，就有機會化危機為轉機。 

換言之，節水已成重大的「公共」議題；而如果全民節水運動推動得宜，可

同時達利人利己效果，值得政府與民間重視。因此，我們要想辦法讓讓節水成為

全民運動，而這可以從以下三點著手： 

第一，推動水資源透明：推動全民節水運動，首先要讓民眾瞭解水情。而這

又可分兩個層面進行資訊提供的設計，首先，政府提供目前缺水的資訊，包括（水

庫）剩多少水（有效蓄水量），以及目前的水量，還可以撐多久。這部分資訊水

利署已有長足進展，已有專屬網頁，提供隨時監控的水情；南部縣市政府首頁，

也開始分享水利署的水情資料，這是好的開始。其次，除了根據目前嚴峻的水情，

政府應提供完整的節水因應策略，讓民眾瞭解，在水資源不足的情形下，政府的

因應策略為何？以及，民眾如何配合政府政策共體時艱？如此才有希望形成全國

的節水風潮。重點在於，推動水資源透明的目的，就在於進行全民節水之動員。 

第二，推動全民總動員進行節水：節水抗旱人人有責，只是光有水情資訊，

沒有設計節水誘因，無法進行全面動員節水。而這部分又和前述節水政策或策略

有關，也就是想辦法讓前述水資源資訊獲得民眾認同。民眾不只認同目前水情嚴

峻，而且認同政府推動的節水政策，並願意主動積極配合這些節水政策。因此，

政府也應設計節水「公共參與」管道，讓民眾有機會參與節水政策形成、規劃與

執行。在此前提下，水情資訊網頁也可以考慮設計雙向溝通功能。 

第三，推動組織間合作：由於民眾是沒有組織的團體，不容易發揮系統與整



體功能，因此透過組織間合作，可以發揮的節水成效才會驚人。所謂組織間合作，

包括中央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非營利組織（特別是水資源相關團體、

宗教團體與社會公益團體）、營利組織（特別是用水大戶以及社會企業）。最簡

單的方式，當然是透過首頁進行相關資訊的連結。重要的是，透過組織間合作，

要能形成全面式、系統式的節水政策。例如，目前可行的方式，可以由地方政府

與區域水資源局、自來水公司，主導與發展節水政策，同時創造誘因鼓勵更多的

機關、學校、團體等（主動）加入。 

台灣水資源有限，特別台灣地狹人稠，水庫無法增建（因為很多人認為建水

庫可能造成生態破壞），加上自來水價錢過低，使得水資源管制（或節水）政策

都要等到缺水時才受重視。而且因為水資源管制單位多元，包括水利署各水資源

局、河川局、農田水利會、自來水公司（又分台灣省自來水公司與台北市自來水

事業處，以及管理埤塘的單位等。各機關都占有水源，但因機關組織功能不一、

缺乏統籌機制，使得水資源管制政策與成效不足，而這又和下個因素有關。綜言

之，節水本來就是政府機關與民間（企業）組織都應共同擔負的責任。因此，透

過這次缺水危機，讓節水成為全民運動，同時透過各相關水資源組織夥伴關係的

建立，發展中長期的節水政策，這才是國家與社會之福。 

 

 



筆記欄 

  



經濟部水利署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